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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末

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

美育如一束阳光，温暖了孩子们
的童年。刘子诚是深圳市宝安区海韵
学校的一名学生，曾有些腼腆。自一
年级在音乐课上接触竖笛后，他对这
个小巧的乐器产生了浓厚兴趣，常在
课间或放学回家后拿出竖笛吹奏。

得益于海韵学校全员普及的竖笛
等美育课程，刘子诚不仅提升了乐器
演奏技巧，还更加自信了。如今，他在
学校艺术节、宝安区班级器乐展演等
活动中站在舞台中央展示才艺，成了
一个“小明星”。

为让“人人会乐器，个个会唱歌，
人人会表演”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深
圳着力完善“面向人人”的学校美育育
人机制，多所学校开设多元的美育课
程，大力推广惠及全体学生的合唱、合
奏、集体舞、课本剧等丰富多样的实践
活动，努力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深圳还鼓励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
与展览活动，努力为孩子们提供广泛
的艺术体验机会。

近年来，深圳以开放共享和协同
育人的理念，构建课程、活动等多元立
体的美育体系，将美育融入日常，实施
美育浸润行动，致力于打造“美育之
城”。在深圳，美育不是由特长生独
享，而是成为每个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

多元活动：
沉浸式体验艺术之美

“整个活动丰富多彩，既能欣赏高
层次的展览，又能接受高水平的指导，
还能与专家互动。这都激发了我对艺
术的热爱。”在深圳市教育局指导、深圳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百幅名画进
校园”活动中，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北
校区学生刘子涵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
艺术探索之旅。

与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展方式不
同，活动主办方更希望参观者能与艺
术进行深度对话，因此这次活动注重
深度参与、沉浸式观展和密切互动。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安排了多名美术
骨干教师。在他们的指导下，刘子涵
等观展学生深入了解画作的色彩运
用、线条流转和构图技巧等艺术要素，
从中感受画家创作时的情感与心境。

深圳高级中学（集团）还发放观察
记录表，让学生细致地分析、评点作
品，尝试临摹心仪的作品局部。在欣
赏齐白石关于虾的画作时，刘子涵感
觉纸上的虾仿佛在水中自由游动，“活
灵活现，令人流连忘返”。

更令刘子涵等观展学生兴奋的是，
深圳还特邀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
心副主任郝强等专家，现场进行讲座。
这场讲座不仅拓宽了刘子涵的艺术视
野，还让她对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美育不应局限于教室之内，更不
应是老师单向知识传输的‘独角戏’。我
市努力通过多样化的美育形式、活动，让
学生在参与体验中，主动发现美、感受美、
创造美。”深圳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秀玉表示，深圳着重
将经典作品等搬进校园，创设多样化、沉
浸式的美育场域。学生们通过多元化的
体验和实践形式，深入认知和感悟美。

自2015年起，深圳推出了“百幅名
画”“百首名曲”“百部名著”和“百部电
影”等“四个一百进校园”系列活动。在

“四个一百进校园”系列活动中，深圳将
展览、课程、活动和讲座有机结合，不仅

将其作为一场场静态的艺术展示，更努
力将其打造成一个个全方位、多视角的
美育体验场域。

在“四个一百进校园”系列活动期
间，深圳还邀请艺术名家走进校园。这
些名家通过讲座、导赏、展演、对话、创编
等方式，帮助师生深入理解经典作品。
展览期间，部分学校紧贴主题组织艺术
活动，如绘画比赛、手工制作等。学生们
在“听—触—感—创—悟”等互动中，提
升了艺术素养。

馆校携手：
播下爱与责任的种子

水墨浸润的国画、别出心裁的服装
设计、立体多维的装置艺术⋯⋯2023年
5月，在罗湖美术馆，一场艺术盛宴吸
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这场展览展示
了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5800多
名学生的艺术作品，其中《鲸落》这一
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该作品以未来海洋为背景，利用
毛绒、石塑黏土等材料，构建出栩栩如
生的海底世界，呼吁社会关注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许多观展市民
深受触动，更有出版社将这件作品纳
入作品集，引导青少年保护生态环境。

《鲸落》艺术作品的成功，得益于
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引入罗湖美术
馆、广州美术学院等专业机构资源，为
美育课程提供专业支持。如罗湖美术
馆副馆长冯小瑞为《鲸落》作品精心设
计灯光方案，并指导学生利用蓝色射
灯，营造流动而神秘的海洋氛围。这
提升了作品的视觉魅力，让观众仿佛
置身海洋之中感受海洋的深邃。

“我们应以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
气度，协同多方资源拓宽美育的边界，
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中、多元的文化
里，寻觅更大的美育天地，并从中得到
滋养。”郑秀玉表示，深圳通过更深入
紧密的馆校合作，将美育的边界拓展
至博物馆、音乐厅、剧院等文化空间。

深圳市教育局与深圳交响乐团、
深圳歌剧舞剧院等艺术机构紧密合

作，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每年
定期为学生们带来高雅艺术的近距离
体验。同时，馆校合作让学生们有机
会走出校园，参与艺术观摩与实践。

在深圳市教育局积极倡导下，全市
多区纷纷响应，大力推进馆校合作项
目。其中，宝安区已连续12年举办艺
术教育百校展，巡回展览让学生们的作
品走上了专业场馆的舞台。

这种馆校合作的体验式学习，让更
多社会场馆成为孩子们艺术梦想的展示
窗口，更助力部分学校在“班班齐参与，
人人来创作”美育行动中，激发了学生的
艺术兴趣，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在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准备展览
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但逐渐学会运用
艺术语言来表达对社会的关注，还自
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在《鲸落》等美
育作品启示下，一些小而美的变化正
在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悄然发生——
学生们开始自发捡起海边的垃圾，用
自己的行动还海洋一份清澈。

“当艺术作品触动心灵，它便播下
了一颗颗种子，孕育出无数关于爱与责
任的故事。这是学校美育工作影响现
实的写照，也是社会进步的注脚。”郑秀
玉欣慰地说，这也正是深圳大力开展美
育工作的初心之一——不仅能创造美，
还要能够用美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家校合力：
用美育滋养艺术童年

周末，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
校学生刘乐然时常在妈妈梁微陪同
下，参加学校组织的“速写城市”活
动。他们带着画具，探索这座城市的
艺术脉动。他们或是穿梭于深圳音乐
厅和博物馆，感受艺术的气息，或是
在黄贝岭村的角落静坐，共同用画笔
捕捉生活的美好，亲子关系在艺术的
陪伴下愈加深厚。

“美育的种子，在学校的沃土中播
种，在家庭的阳光里滋养。”在郑秀玉
看来，家庭与学校的牵手，是美育之
旅中最温馨的陪伴。在深圳，美育正

以家校合力的形式，为很多孩子打开
艺术之门。部分家长不再只是孩子学
业进步的殷切期盼者，也正在成长为
孩子热爱艺术的开明守望者。他们与
学校携手，努力帮助孩子们绘制自由
烂漫的艺术童年。

如何让更多家长成为孩子美育道
路上的同行者、启蒙者？深圳通过家
长会、培训和工作坊等渠道，向家长
反复传输美育对孩子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并努力提升家长的艺术教育能
力。同时，在很多学校鼓励支持下，
家长们通过协助展览筹备、参与艺术
工作坊创建活动等形式，参与到孩子
的美育活动中。很多家长从中感受到
孩子对美育的热爱和付出，也看到了
孩子的美育成果，这增强了他们对美
育的理解和支持。

在教育局和学校倡导下，一股清
新的美育之风正吹拂着很多深圳家
庭，影响着很多家长的教育观。梁微
便是积极响应者，她加入了学校的家
长助力团。梁微发挥艺术设计专长，
在协助学校筹备艺术展览的过程中，
她见证了很多孩子在艺术创作中的成
长和变化，这使她更加坚定地认可并
支持学校美育工作。

在家校共育的温馨篇章中，美育
为孩子的心灵成长注入了活力。螺岭
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未深有感
触地回忆说：“有次我问起孩子，未
来学业忙碌，要不要继续上美术课？
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的，美术
课也可以是一种休息。’”那一刻，
她对美育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因为孩子这句简单的回复背后，透露
出美育不仅是一种技能培养，更是一
种能滋养孩子身心的内在力量。

“妈妈，生活是很美好的，只是
有人没有用心去发现。”在一次上学
路上，当谈论起生活中的点滴时，孩
子一句不经意的话，让王未欣喜地发
现，在美育的持续熏陶下，孩子学会
了更加用心观察世界，用艺术的眼光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丰富与美好，也因
此拥有了更加乐观的生活态度。

童心向美 以美润心
——深圳打造“美育之城”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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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指一算，“蛰伏”宁德师范学院
蕉城校区已二十余载，有时长住数
年，有时暂居几月，来来去去，目睹过
其曾经的峥嵘，也体味到当下的清
幽。毕竟，院系搬往东侨校区后，这
里便成了老院，也留下一摊旧迹。

深秋已至，老院风物又沧桑了些
许，除了蛩语，万籁俱静。鸣蛩，或许
是最后的守秋者，凭借羸弱之躯，浅
述着往事。晚饭后，散怀院中，聆听
若咽若惋的蛩语，触摸古香古色的楼
馆，阕阕诗意涌上心头。

踱行百步，即到操场。徐徐晚
风吹散白昼余温，吹出偌大的空
旷。操场背靠大山，山名“后山”，
这平淡无奇不加修饰的名字，实在
接地气。绕道几匝，夜幕倏而降

临，蛩响也猝然而起。无论夜黑风
高还是月朗星稀，观礼台上的一排
射灯都不再点亮。或许不必点亮，
有两盏黄晕的矗灯守着岗，东边一
盏，西边一盏，遥相呼应。人走光
移，黄灯宛若松球鱼潜游于黝黑山
色中。偶尔，三两位夜跑者吁吁气
喘，喘乱了水墨般的宁静，也喘乱
了草间蛩韵。听！那蛩音，啾啾骤
停，又吱吱乍起，其间廋隐，有谁
知晓？此时此景，堪如钟芳诗句

“秋声动帘幕，撩乱百蛩吟”。
图书馆是这座院子的灵魂。我曾

无数次路过，也无数次驻足，对着馆楣
的吊灯发呆愣神，也对着馆池的映月
凝眸浅笑。馆前梧槚交柯错叶，秋秋
翐翐，多少青涩由此牵魂绕梦。学子
青灯苦读的景象，一去不返，唯有一声
叹息：“秋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

苍苍。”犹记当年，有位教授很长一段
时间沉浸于古籍书库，研究鸣虫文化，
后来还开了“秋虫夜话”讲座。他旁征
博引，娓娓而谈，给师生们送来一场文
学的“饕餮盛宴”。至今我还记得一些
虫名，诸如蚱蝉、蟪蛄、茅蜩、螽斯、蝈
蝈、灶马、斗蟋；也获知蟋蟀有诸多不
俗别称，如“吟蛩、促织、趋织、寒虫”
等，其中以“蛩”名最为文雅。

图书馆通往餐厅的曲径，夜行
颇为浪漫。两旁缅桂蓊翳，中道月
影斑驳。途中有两处Z形护栏台阶，
可倚可坐，即使夜色昏暗，但石阶
依稀扑明。台阶小憩，听听霜砌传
来的蛩鸣，忽左忽右，若急若缓，
一声连绻着一声，疑似“莎阶寂静
无睹，幽蛩切切秋吟苦”，一点切切
一寸愁。遥想唐朝开元年间，每至
秋夜，宫廷妃妾提着金笼、养着蟋
蟀，畔枕卧听，应是一曲闲愁情
调。若说唐朝捉养蟋蟀是听蛩解闷
的雅事，那么传衍到宋元明的斗蟋
蟀，已是赌蛩逐利的颓俗。

行吟露漙蔓草，仰望月洗高
梧，老院邃美大略如此。虽然院子
不大，但我的寓所却更换过几次。

今居西北角隅，楼上楼下住户寥寥，一
年到头也碰不上几次面。白昼，尚存一
窗树影、几声鸟啼；黑夜，尤其秋夜，
除了素辉照牖、蛩咽侵帘，则了无生
机。若逢秋雨，湿漉夜色裹挟着丝丝清
欢，低沉蛩吟笼罩着层层忧悒。蓦然回
首，羁思如麻，不由得惊叹暗蛩织织，
光阴少留。

秋蛩应如我，何处是定居？《诗
经·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看来，
蟋蟀也是居无定所，短短一季，屡屡搬
迁，实在耐人寻味。恍然间似乎明白，
院夜蛩鸣，不过是一场时空交错的唯美
邂逅：在操场寻觅“草底蛩吟”，或正值初
秋七月；在楼宇品鉴“绕砌蛩声”，又恰逢
中秋八月；而在宅户感慨“永夜绕床鸣”，
已是秋末初冬九月十月。迢遥夜色，遐
思千载。虽然蟋蟀被冠予“蛩”名，但是
否谐音“穷”意，是否禀赋“寒士”气节，已
无从考证、无心考证！

“一院蛩声，三更月影，梦醒情难
遣。”呵！梦幻秋夜，在吟哦之际增添
了几分诗意；蛩响老院，在俯仰之间赋
予了诸般音色。

（作者系中国寿山石馆研究员）

老院听蛩

⦾校园风景

向敬之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岱以洗练简

约的小品文笔墨，为后人写下了《琅
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
精彩著述，也对鲁迅、周作人、俞平
伯等现代文学名家产生过很深的影
响。

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曾两
度兴起晚明小品的出版与研究高潮，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被奉为圭
臬，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人们为张
氏戴上了“性灵派小品大师”的花
冠。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
史》 之 《晚明小品散文》 中赞道，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
者是张岱”。

张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施
蛰存选辑《晚明二十家小品》、钱杏
邨编选《晚明小品文库》时，均不见
张氏篇什。对此，前者自序中提及

“易得，不再编录”云云。
不论是过于审慎，还是失之偏

颇，都无法遮掩张岱的文学成就——
涉及多方题材、兼有各派之长，既为
公安、竟陵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又是
晚明散文的一座代表性丰碑。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对张岱情有独
钟，还专门写了一本《前朝梦忆：张
岱的浮华和苍凉》。他叩问明亡的原
因，有感于当时士绅阶层不愿接受清
朝统治而选择自灭，甚至全家寻死；
而张岱所生存的社会非常富足，又使
之生活存在许多值得玩味的成分。他
选择了张岱作为研究点，从其人生追
求与理想出发，又一次采用与众不同
的“讲故事”的方式，解析张氏渊博
知识与文化涵养，叙说其洒脱慰藉与
无奈苍凉，试图间接地证明，晚明在
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瞬。


明朝中期伊始，阉宦专权，奸逆

当道，特务横行，党争迭起，致使内
忧外患、贤能被逐、忠直遭戮。

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
学，公开标榜利欲为人之本性，主张
童心本真、率性而行，反对理学家的
矫情饰行，在思想界助长了一股反理
学、叛礼教的思潮。很多置身于黑暗
气氛中的文人士子，藐视恶俗又不甘
绝望，欲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虫
鱼花鸟、丝竹书画、饮食茶道、古物
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中，觅得
朦胧雅逸又悠闲脱俗的胜境。

张岱字宗子，出身官宦之家、书
香门第，自幼受老祖父谆谆教诲、家
藏书殷殷福泽，四十岁前一直在读书
与游玩之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
有过走科举之路求取功名的念想和行
动，然几番雀跃，机遇不得。他只能
边走边读，边玩边写，用清明隽永的
文学语言写家族生活、人情冷暖，也
写赏心悦目、世间翻覆。

张岱有殷实无忧的家庭条件，其
曾祖为官正直却招致构陷，祖父替父
伸冤后退居故里。家里没有逼迫张岱
挤上八股文考试的独木桥，让其自由
生长成材。

他不需要整天抱着“四书”“五
经”及程朱章句苦读，但其家族教
育、生活、玩乐乃至通婚联姻，却始
终同书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岱家庭多雅士，自高祖起，便
建亭明志、筑楼藏书，至后来清兵逼
近、其仓皇外逃时，家中四十余年累
积的三万卷藏书“一日尽失”。张岱
失明的堂弟性喜读书，过耳不忘，钻
研药理，对各种草药的性状了如指
掌。而他那早产三月、不得父母疼爱
的季弟，通过后天修学，也成为集学
者、诗人与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雅
士。另有多人养有戏班伶人，尽是繁
华，大为热闹；抑或精于收藏，多有
珍品，传诸后世。

张岱似乎是一个爱家重感情的旧
文人，以文字为媒，我们可以看到张
家五代十余人的性情喜好。他刻画家
人，不惜笔墨，恣肆铺陈，寄寓感
怀，不论男女老少，涉笔成趣，勾画
了了，展现了一幅大体完好的家族世
俗图。

他对祖父的才情仁怀、仲叔的精
明雅好、季叔的狂放暴虐，以及节俭
自持的曾祖母、不屈不挠的祖母、通
达坚忍的岳母，纷纷给予描形画魂的
描述。他对母亲满怀挚爱，有时礼赞
慈母，而又隐含对父亲“少年不事生
计，而晚好神仙”的批评。他对多次
陪同游玩的名妓王月生也多有描述，
甚至写诗赞赏，但另一方面，他对发

妻只字未提，甚至对共同生育的孩子
也悭吝文墨。此中缘故如何，是当时
习俗使然，还是情归烟花地、另有二
小妾的张氏寡情，抑或其他，我们不
得而知。

长期生活在繁华靡丽的世家中，
张岱的性情洒脱无羁，却也染上了豪
奢享乐的习气。诚如其《自为墓志
铭》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
华⋯⋯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
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
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
诗魔⋯⋯”一副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
世的颓放做派跃然纸上。

然而，“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在他四十九岁时，曾经纸醉金迷的生
活，被入关清兵的无情铁蹄彻底地践
踏碎了。他只好带着幸存的家人，隐
逸绍兴龙山，务农为生，修撰带有明
史性质的《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
故。在此期间，他不再有雅兴连续两
次登临泰岳，也不再有机会感受轿夫
疾速下山的惊心动魄了。


张岱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悉

数通晓，靡不涉猎。虽然除了在流亡
朝廷鲁王处得到过一点儿赏识外，他
再也未曾有过一职半禄的赏赐，然其
一生致力撰述，笔耕不辍，老而不
衰，赢得了远胜功名利禄的盛名。

张岱有数十种著述，接连传世，
影响后代，特别是历时二十余载纂修
《石匮书》，补缀《后集》，从有明一
代1368年开国写起，勾勒全貌，将
不同时期的边疆方略、对外政策、战
术战略、税赋军费、艺术宫殿等，均
进行了翔实的描述。

顺治年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
政，编修《明史纪事本末》，亦从张
著中多取史料。张氏下笔审慎，用之
精妙，不忘给自家人予以一定篇幅，
写先人秉承儒学传统、族人交流作
为，为皇皇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
增添了不少情趣与人情味。当然，他
选择“事必求真，语必务确”地写
实，虽处在明清更替的边缘，仍坚持
以史明志的操守和决心。即便没有看
过此部大书，但透视史景迁评传中张
岱少时浮华晚苍凉的风雨人生，我们
也足以看到一个文学家绚丽之外的史
家风采。

今天，我们看待张岱，不须勾画
风流才子的情爱韵事，也不该挖掘没
落公子的荣辱忧乐，而是通过审视明
清之际文人的家国情思与精神梦乡，
展示个体生命同家国风云的映照与联
系。

文弱的张岱，也曾满怀忠诚爱国
的赤情和毅力，受命捕捉奸贼马士
英，奔赴多地宣传抗清决心。但面对
挡不住的历史洪流，他只能选择还归
龙山，自主画下一条人生界线，将忘
不了、说不尽的前朝旧事，写成亦文
亦史的文字，寄意后世在其追忆家族
轶事、感叹时代悲喜的心路历程中，
读到一颗梦忆相伴的孤独心灵。

（作者单位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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